
浙江大学因公出国（境）团组出访报告公示

团组名称 浙江大学段凯 1人出访

出访期限 2019-09-26至 2019-09-30 在外时间 总天数 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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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访问情况：

应世界汉字学会、日本京都立命馆大学、白川静记念、东洋文字文化研究所邀

请，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段凯于 2019年 9月 26日至 2019年 9月 30日赴

日本京都立命馆大学参加世界汉字学会第七届年会（The 7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World Associ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Studies）。

二、访问成果

       世界汉字学会是中国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

字研究与应用中心协同韩国、日本等重要学术机构联合发起成立的世界性学术

组织，是汉字学界第一个国际性组织。世界汉字学会自 2012年成立以来已在中

国、德国、日本、韩国、越南等国连续召开了六次年会。

      第七届年会以“面向世界的汉字研究重要领域及课题”为主题在日本京

都立命馆大学召开。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员段凯提交了

参会论文《北朝石刻俗字溯源》，并做了小组报告。所提交论文内容契合年会

第 2个子课题“汉字使用及汉字变体类型”。

论文指出在北朝石刻文献中存在一定数量的隶定古文形体，这些隶古定形体并



不是后代凭空产生的俗字，而是由先秦古文字传承而来，是研究汉字发展史的

宝贵材料。论文撷取三例疑难隶古定进行讨论，系统梳理了先秦古文至北朝俗

字的字形源流及演变脉络，得到了与会的中日韩以及俄罗斯汉学专家的一致肯

定。

       这次会议提交的会议论文，文献研究材料包罗万象，上至甲骨金文，下

至明清版刻及信札，远至域外日、韩、越汉文写本，无不体现了汉字传播的久

远以及对汉字文化圈的深远影响，也极力彰显汉字研究的巨大价值。与会期间，

通过与国内、国际学者的热情交流讨论，增进了联系和友谊，通过学术资源的

互通共享及学术问题的交流请教，对个人今后的学术研究大有裨益。在文化考

察期间，切身体会到汉文化对周边国家文化的深刻影响，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

信心和自豪感。

三、工作建议

无

备注：1. 团组（或本人）执行本次因公出访任务情况良好，主要任务、日程安排、团组成员等与任务申报时

一致，如不一致，需详细说明；２. 须于回国（境）后一个月内在本单位内部完成出访报告公示。


